
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美术编辑 杨秀秀

电话:(0531)85193527 Email:dzrbwhb2023@163 .com文化16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 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 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 4：50 印完 7：2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墙绘艺术

赋予城市崭新生命力
  据光明日报，上海市人民路被当地市民称为
“C位”之路。近日，它因路旁一栋大楼外立面上
的巨型墙绘再度引发关注。不单是这一条路，漫步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人们会发现很多曾经黯然失色
的墙面都被一些妙趣横生的墙绘所装饰，老城区变
身流行时尚的聚集地。墙绘让城市焕发出独特的人
文气息，赋予了城市建筑崭新的生命力。
  近年来，墙绘艺术在国内多个城市迅速推广，
不少城市将其作为美化街区、传播文化的重要方
式，墙绘已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比
如，安徽桐城六尺巷文化墙通过典雅古朴的徽派艺
术再现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翰墨飘香中得以传播与弘扬。墙绘通
过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展示了城市文化在传
统与时尚、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交融碰撞，赋予城市
空间独特的艺术气息，让城市产生与众不同的艺术
魅力。
  墙绘设计应当充分体现城市和社区的独特历史
文化特色，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合理规划、有效
创作，而非简单追求表面上的差异。所以，在创作
过程中，应深入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广泛征求各界
意见，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在集思广益、博采
众长的前提下，让墙绘真正成为城市文化的视觉
载体。

鉴宝直播

要经得起公众“掌眼”
  据北京晚报，近日，拥有近2500万粉丝的博主
“听泉鉴宝”，被曝出学历造假、直播间疑现馆藏
文物、疑盗墓者现场连麦求鉴宝等问题。种种疑
云，将“听泉鉴宝”推到聚光灯下，也将鉴宝直播
拉进公众视野。
  鉴宝本是一个有门槛的行业，鉴定者不仅要有
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对文物的纹理触感等了
然于胸。可有的博主，既没有触摸文物，也没有查
证文献，凭连线视频就敢鉴定，可靠程度能有多
高？直播中的“文物”种类繁多，有多少是真文
物，有多少是博主为了引流而鉴定为“文物”？鉴
宝是为了鉴定网友手里的宝贝，还是为了卖自己链
接里的宝贝？既然鉴宝与文物有关，就不能过度娱
乐化，减损文物的历史厚重感；更不能信口开河胡
乱给出鉴定结论乃至在直播中打法律擦边球。据报
道，曾经颇受追捧的“天天鉴宝”就多次曝出虚假
促销、货不对板、退货难等问题，不少消费者预付
款都追不回来。
  鉴宝主播应该具有怎样的资质，能不能借由鉴
宝带货，是不是什么都能拿来鉴定，平台应对鉴宝
直播作出必要的规范，让其告别野蛮生长。让鉴宝
直播真正经得起观众“掌眼”，为鉴宝直播发掘更
多可供发展的宝藏空间。

电影《只此青绿》

探寻混合艺术形式的价值
  据人民网，近年来，我国舞剧、戏剧的影视化
创作频繁出圈。影像不仅成为一种参与舞台艺术编
创行为的创作性独特观察，而且还通过影视化的手
段拓展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为观众
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电影《只此青绿》作
为一部改编自同名舞剧的电影作品，其影视化创作
过程展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亮点。
  首先，电影在忠于舞剧原作的基础上，以自己
独特的创作理念将舞蹈融入影像实践中，在电影中
重新设置镜头与舞蹈之间的关系，巧妙地运用影像
特有的叙事手法和视觉语言，将舞剧中的情感线
索、历史背景以及文化意蕴进行了更加细腻和深入
的挖掘与展现。与舞剧相比，电影在色彩运用、画
面构图、音效处理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挥，电影通
过精美画面与震撼音效，将观众带入似真似幻的
宋代。
  其次，电影还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和时
代精神，使传统文化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同时，也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舞剧电影的定义超越了
记录舞蹈的界定。电影《只此青绿》突破了传统舞
台表达的相对局限，拍摄出在剧场肉眼所看不到的
景象与画面、人物的神情变化与心理起伏。
  电影《只此青绿》由“破圈”到“融圈”，探
寻“镜头——— 舞蹈”混合艺术形式的魅力与价值。

“免费追剧”莫成

影视行业难以承受之重
  据工人日报，不久前，由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特大侵犯视听作品著作权案
一审宣判。该案中，芝麻开门公司利用网络“盗
链”技术将正版视频网站的热门视频转移到自己公
司的App上播放。
  近年来，盗版现象愈演愈烈。不法分子的技术
手段不断翻新，从影院盗录到下载上传，从破解光
盘到截流播放，有的盗版网站不仅能够实现与正版
平台同步更新，甚至还能做到“抢先播出”。这种
“寄生行为”的泛滥，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
也扰乱了网络视听行业的市场秩序。影视剧的制作
成本动辄上千万元，其背后凝结着创作者的无数心
血，如果盗版资源唾手可得，那么正版网站的流量
就会大打折扣，给制作方、平台方、广告方带来损
失，挫伤各方的积极性。
  江苏这起案件的宣判，无疑是对盗版乱象的一
记重锤。若想进一步压缩“盗版影视”的生存空
间，有关部门要加大惩处力度，对不法分子形成足
够的震慑力；平台方也应升级技术防范手段，并做
好员工合规培训，防止内部人员成为盗版行为的帮
凶。对于观众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实际行动
抵制“追剧神器”，共同营造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
网络环境，莫让“劣币驱逐良币”，也莫让侵权和
盗版成为影视行业“难以承受之重”。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新越 整理）

邹衍的被低估是全方位的

  生平不详。可堪考证的是，邹衍生
活在战国末期。至于生平，则仅有推断
之论：约公元前 324 年至公元前 250
年，另有说法为至公元前260 年。相对
而言，其出生略晚于孟子，与以“白马
非马”论辩闻名的公孙龙同处一时。
  史书略记。以《史记》为例，《史
记》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公元前100 年左
右。距离邹衍生活的战国末期约为150
年-200年。其间，邹衍的思想学说在秦
朝备受重视，与司马迁（公元前145年-
公元前90年）同一时期的董仲舒（公元
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更是以邹衍思
想为基础建立“天人感应”的新儒学思
想。即便如此，在《史记》的记载中，
邹衍只是被记录在《孟子荀卿列传》篇
中，并无单独章节。由此可见，邹衍在
当时就是被低估的。
  著作尽失。据《汉书·艺文志》记
载，邹衍著有《邹子》 49 篇和《邹子
终始》 56 篇；《史记·孟子荀卿列
传》记载，邹衍著有“《终始》《大
圣》之篇十余万言”，以及《主运》。
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无一传世。其学说
思想的有关论述，仅存《汉书》《史
记》等著作的引述片段。规模化、系统
性的著作失传，不仅直接阻断了其影响
的延续，而且造成了后世研究的史料
障碍。
  研究匮乏。直观而言，关于邹衍的
历史研究，多只言片语的评价，而少系
统性的理论阐述。一个反差是，这些只
言片语的评价，多有高度的溢美之词。
比如梁启超言“其思想何等伟大，其推
论何等渊微”，再如郭沫若在《十批判
书》中称“邹衍是一个大思想家”，著
有 15 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人
李约瑟更称他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
真正奠基者”。可惜的是，这种高度学
术化、主观化的点评，并不足以实现对
大众生活全域的影响覆盖，也就导致了
邹衍的声名式微。
  实际上，恰如上述学者的高度评
价，邹衍的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体系的构建是弥足重要的。其思想观
念，对历史生活的渗透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至今仍然响彻影视作品之中的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
皇帝”的由来和这一诏书文辞格式的形
成，就源自皇帝对邹衍“五德终始说”
的追随。

  电影《英雄》中的秦朝皇宫
里，满目皆是黑色，也源于秦始皇
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忠实实践

者，因奉行“水德”而刻意追慕“水”
运的黑色。

“五德终始说”

  作为诸子百家和齐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关于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研
究，在儒学研究领域终究是一个绕不开
的内容。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孟祥
才《邹衍与阴阳五行学派的创立》一文
指出，阴阳观念在中国起源很早，是说
明事物变化的基本观念。而将阴阳五行
生克的理论用于解释社会的变迁，其理
论创建者正是孟子和邹衍。
  邹衍出生晚于孟子。从很大程度上
可以说，阴阳五行生克的理论，始于孟
子，而成于邹衍。
  实际上，邹衍的学说接受并吸取了
诸多的儒家思想。以孔子之学为代表的
儒学，是稷下学宫首屈一指的学派。孟
子更曾两次到稷下学宫讲学。
  毫无疑问，邹衍在吸取儒学的同
时，丰富了自我的学说。尤为难得的
是，其学说思想最终超越了人与人的

关系本身，而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触
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孟祥才归纳邹衍的基本哲学观念
为：世界从时间上说是无始无终、从空
间上说是无边无际的。其思想方法的核
心原则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
于无垠”，即“以小推大”“由近推
远”的推类之法。
  这些学说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呢？
  那还要从邹衍所处的历史时期
说起。
  学界推断的邹衍生平为公元前324
年至公元前250年。此时距离秦王嬴政
发起灭六国的战争，已经为时不远。
“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正在缓缓走上
统一之路。
  作为齐国人，邹衍遇到的第一个王
公，是齐宣王（约公元前350年至公元
前301年）。
  齐宣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
不仅决心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而且
还要“王天下”，即统一中国。如《孟
子·梁惠王》中称其有“辟土地，朝秦
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齐
闵王（约公元前 323 年至公元前 284
年）即位以后，国力强盛，野心更大，
不仅要称王，还要称帝。而邹衍的“五
德终始说”，正是为新的统治设计的政
治方案，因此他本人及其学说都受到了
齐宣王和齐闵王的高度重视。
  何谓“五德终始”？
  “五德”即“五行”木、火、土、
金、水所代表的德，“终始”就是“五
德”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认为舜
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
德，遂用五行相克的学说把它归结为一
个周期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
金、水胜火，以预测改朝换代的变幻。
  如史料所言“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
诸侯”，其“五德终始”学说迎合了当
时各国君主想吞并他国的愿望，为他们
提供了推翻前朝的理论依据和“顺从天
意”的合理性。
  一个流传广泛的记载是，燕昭王极
为重视邹衍及其“五德终始说”，以至
于见到邹衍就要拿一把扫帚走在前面，
为邹衍扫去路上的尘土。这一记载虽然
无从考证真伪，但足见邹衍学说的风靡
一时。
  其学说也不单单是影响当时。如前
述所言，秦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
德代周而行”的论断，刻意营造了符合
水德的运数，以证明其政权符合天道。
  不可否认，邹衍是一个方士，很多
人认为其学说是迷信。其实，如《史
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的本意
乃是以“五德终始”学说，规劝日益淫
侈的“有国者”检点行为、恪守品德，
以德施政、稳定政权。
  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
点评“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
术”，在司马迁看来，封建迷信的兴起
并不是邹衍的错。
  那么，邹衍在历史中的渐趋式微，
是因为“迷信”的嫌疑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从根本上讲，因为邹衍在“五德终
始说”中明确规定了五行的生克规律，
而在后来的朝代更迭中，后代皇帝由于
五行逻辑的机械性，而不得不更改前朝
的五行属性，至元代终被皇家所弃而走
向式微，到明清已几近绝迹。
  归根结底，曾经专门为政权迭代服
务的学说思想，一旦失去了满足现实需
求的能力，走向式微和消亡也就不可
避免。

“谈天衍”

  他是最为著名的稷下学者之一，因
其“尽言天事”，而被称为“谈天衍”。
  稷下学宫由齐威王（公元前378年-
公元前320年）而建，与建于公元前385
年左右的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基本属
于同一时期。二者也因此被称为并立
在东西方的两座世界上最早的大学。
更有学者认为，稷下学宫的学术思想

比同期的古希腊文明还要丰富。孟
子两次到这里讲学，被授予上

卿。荀子曾三次出任祭酒

（校长）。
  年少求学于此，学成讲学于此。正
是通过这所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作为诸
子百家中的争鸣者，邹衍将自己的学说
推行天下。
  其“大九州说”更是惊世骇俗。邹
衍把中国称为赤县神州，认为“中国外
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然，
这与地理知识无关，只是邹衍基于“五
行”的推理结论。但能够达到如此的认
知高度，已属惊人。
  或许也正是因此，在当代邹氏宗亲
们看来，邹衍的被低估是不能被接受、
亟需改观的。
  根据学者的考证，邹衍是今济南市
章丘区人。 2022 年 6 月，作为济南“抗
疫天团”中的一员，邹衍还曾出现在漫
画小贴纸上，陪济南的人们走过一段特
殊的“路途”。
  现居深圳的艺术家邹尚达，几年前
曾经专程来到章丘相公庄街道郝二村，
拜谒先祖邹衍之墓。在以他为代表的邹
氏宗亲看来，邹衍不仅堪称“齐学”的
创建者，而且融会“儒学”与“齐学”
于一体，当有媲美孔孟的价值与地位。
他们甚至向当地政府建言，应该借鉴
“三孔”大力弘扬邹子文化，借力邹子
IP驱动区域发展。
  相公庄街道干部刘延春在工作之余
对邹衍文化饶有兴趣。因为工作关系，
与邹尚达等邹氏宗亲也多有接触。谈及
邹衍文化思想的挖掘与推广话题，他
说，章丘当地的研究者，已经就相关史
料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
专著。
  同时，当地围绕邹衍也开展过多种
基础工程建设，比如根据其“阴阳五
行”学说建设了邹子文化主题公园。尤
其是结合五行与中医的密切关系，不仅
当地中医院建立了邹衍中医文化展厅，
而且当地还曾推广种植1500亩金银花，
试图借力邹衍拓展中医药产业。来自省
内高校的中医药专家还曾试图就“邹衍
为中医鼻祖”的观点进行学术研讨和论
证，但最终发现并没有很好的角度与实
证可以支撑。
  邹衍墓位于相公庄街道郝二村的西
北角。几平方米大小的围栏正中，一块
斑驳的石碑。碑文内容及旁边的文化广
场宣传内容显示，作为2000 年1月20日
章丘区政府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如今的邹衍墓系2018 年由村里重
修。 2020 年，新建“邹子故里，魅力郝
庄”文化广场。

邹子思想如何推广和弘扬

  邹尚达说，他们正在酝酿举办邹子
文化研讨会，以期对先祖思想进行挖掘
和弘扬。
  的确，他们需要思考，当初作为帝
王治世之学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
州说”，如何融入当下的发展潮流和大
众生活。在记者看来，“五德终始说”
和“大九州说”的核心是以世界之大和
自然规律时刻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敬畏
和守德之心，实现自我的克制与自律。
所谓阴阳相生五行相克，就是这个道
理吧。
  查阅资料的时候，有两则关于邹衍
的故事，广被记载。
  一是“六月飞雪”。指其末年，蒙
冤入狱，正逢五月（后演化为六月），
天空忽降霜雪。意图归罪于他的王公，
赶紧将其释放。
  二是“邹生吹律”。称其辅佐燕昭
王期间，有一属地土地肥沃但天气寒
冷，邹衍吹动律管，唤来暖气，使产
谷物。
  在史料的记载中，两则故事分别带
有不同的含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二
者是不是也说明同一个道理：有时候，
改变必须有外力来推动。那么，邹衍思
想价值的挖掘，外力何在？
  显然，只有充分挖掘邹子思想在当
下的现实意义，适应当下的现实需求，
才能推动邹子重新站上文化繁荣的舞台
中央。

被被
低低
估估
的的
邹邹
衍衍

  □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

  邹衍似乎既无处不在又无处

可寻——— “五行”与“阴阳”几

乎世人皆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者众，作为“五行学说”创

始人的邹衍，却鲜少为人所

知晓。

  诚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所言：“其思想

何等伟大，其推论何等渊微！”

邹衍“五行阴阳”学说，虽然在

很大程度上堪称中国古代哲学思

想的基础，却不能避免个体被历

史低估的命运。

  当尝试从史料和现实中寻找

邹衍，一个直接而又强烈的感受

恰是如此。


